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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

时光如炬，告别了令人欣喜的２００６年，我们又满怀激情、

昂首挺胸地迈入了２００７年。

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，从盘古开天辟地起，我们

告别了混沌的蛮荒年代，在美丽富饶的中华大地上，我们伟大

的祖先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断地创造着美好的生活，同

时，也创造了我们灿烂悠久的文化。在不断的躬耕劳作中，原

始的科技也随之产生了。从钻木取火到伐薪烧炭，从烽火狼

烟到飞雁传鸿，这些无一不闪现着人类智慧的灵光。

人类的文明史，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超越、不断创新的历

史。１９世纪６０年代，英国首先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这是

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劳动生产效率得到迅猛提高，生产力得

到空前解放，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，人类文明得以

急速进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。自此，人类科技开始了突

飞猛进的发展。

科技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，人类前进的步伐越来越稳，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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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快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身边有了计算机、互联网……新技术

的应用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，新的科技时代到来了！

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与素

质的提高，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，我们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

重。在知识经济时代，人才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、文化的竞

争，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，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为了能够让广大读者读到好的科普读物，我们特别为读

者编写了《科学探究丛书》，以增长读者的课外知识。

由于编者能力有限，有不适之处，请大家指正。

编　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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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初识微生物

神奇的生命体———微生物

据说，在太空中眺望地球，地球是呈蔚蓝色的，如同大海

一样。它充满神奇，孕育着生命。

早在２０世纪６０、７０年代，美国就发射了两颗太空探测

器。这两颗探测器正飞离太阳系向茫茫的宇宙进发，它们肩

负的最大的使命，就是搜寻宇宙中除地球之外的其他可能存

在的生命体。然而，到目前为止，收获还是空的。宇宙中除了

强烈的宇宙射线，烈焰腾腾的太空大爆炸之外，太空中一片寂

静，各星球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周而复始地运转着，其上茫荒一

片，看不到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。而唯独地球，这个宇宙的

骄子在其诞生后的不久远的年代便就有了生命，生命赋予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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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这个星球以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魅力。

虽然，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，地球几经沧

桑，然而，这些神奇的生物群落却能繁衍至今。生命对人来说

是一个难解的谜，而微生物作为一群特殊的生命体更是让人

感到不可思议。

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，如果到田野里走一走，触目可见花

红柳绿，碧草如茵；莺哥燕舞，鸡犬相随。到处都是春色盎然，

生机一片。这一切多么让人感到赏心悦目，多么让人感到激

越勃发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地球上生命有机体存在的结

果。如果没有这些生命有机体，地球将回到即混沌又死寂的

洪荒年代。正是这些值得骄傲，最富神奇魅力的东西，才使这

个原本死寂的地球熙攘起来。这些生命有机体是什么呢？它

们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生物。提起生物，大家一定可以如数

家珍般地说出许许多多的生物。各种花草树木，各种爬虫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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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是生物，就连我们人也是生物的一种。这些东西就在我们

身边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很多我们都很熟悉，因而，一提起生物

我们自然就想到它们。

也许，许多人会认为自然界生物也就是这些了。其实不然，

上面提到的生物我们肉眼可看到它们，我们可以叫它们为宏观生

物。它们只占地球上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很少一部分。事实上，地

球上种类最多、数量最大的是那些肉眼所看不到的、手摸不着的

生物，这些生物我们叫它们为微生物。微生物也像动物、植物一

样，具有生命，它可以由小长大，可以“生儿育女”，繁殖后代，也可

以“吃”进食物，排出废物，它也会死亡。也就是说生命体（无论动

物、植物）所有特征它都具有，只不过是它的个子特别特别的小，

小到我们根本无法用肉眼看到它，只能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到它。

当然，有的大型微生物我们用肉眼也可以看到，如蘑菇、木耳等，

尽管它们比较大，但我们也把它归于微生物这一类。微生物这个

家庭非常庞大，成员也很多，根据它们的一些特点，我们把它分成

细菌、放线菌、真菌和病毒四大类。

微生物虽然特别小，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存在

于我们的四周，就是我们的身体里、衣服上、皮肤上、手上都有

许多微生物存在。它们所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可以使我们感觉

到它的存在。比如，你经常不洗手，吃没有洗干净的水果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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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得痢疾；穿衣服不注意易得感冒；家里买的肉、菜等保管

不好会烂掉，这都是因为微生物在捣鬼。馒头、面包、酸奶、果

奶等饮料、酱油、醋以及过年时桌上摆的酒等，这些东西都是

微生物帮我们制造的，如果没有微生物，我们就无法吃到这

些。微生物这个大世界里既有“好人”，也有“坏蛋”，而且还有

许多大家不认识、不了解的微生物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学习，

将来去认识、了解它们，消灭微生物中那些使人得病、使东西

变坏的坏蛋，为人们制造出更多好吃、好喝的东西来。

微生物的特点

微生物个体很小，小到只能用显微镜把它们放大几千倍，

乃至几十万倍才能看清。它们结构都很简单，往往都是单细

胞的，即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；有的，如病毒连

一个细胞也不是，但它却也是一个生命体。可别小看这些不

起眼的小生命体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地球上的真正主人不是

其他生物，也不是人类，而是这些小东西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首先，从起源上看，地球上的生命体首先是从某些微生物开始

衍化的，由此，其他的生物物种才慢慢地演化产生出来。地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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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距今约４５亿年，而３５亿年之前地球上便有了像蓝细菌

之类的微生物在活动了。此后，在距今１７亿年前才出现海

绵、踠足类和节肢类动物，约距今６亿～４亿年前有了无脊椎

动物，距今３亿年才有了脊椎的鱼类，距今２亿年前出现两栖

类、爬行类动物，哺乳动物出现在近８０００万年，而人类出现则

是近２００万到３００万年的事了；而植物中最高等的被子植物

也出现于距今１亿年前。如果我们要给地球上的生物排排家

谱的话，那么微生物该是最早的祖

先了。其二，从数量上看，微生物

数量惊人。有人测算过，每克沃土

含细菌的量就达２５亿之多；平时，

看似洁净的人体正常带微生物量

竟可达１００万亿个。可以说任何

一个角落都存在数量惊人的微生物。第三，从分布看，微生物

无所不在。高至几十公里远的高空，深至１万多米的太平洋

海沟底部，都可找到微生物的踪影。无论我们从空气中、土壤

里、水中还是在动植物的体表和体腔中都能分离到微生物。

土壤中有丰富的营养、充足的水分和氧气，它是微生物的家园

和温床；而空气和水则是某些微生物生命历程中的驿站；动植

物体也是微生物的栖息地，甚至是它们的乐园。另外，微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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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也最能耐疾苦的了，就是营养极为贫乏的岩石里，在黑

暗的矿石堆中，在不毛的干旱沙漠里都有许许多多的微生物

固守着；在冰天雪地的高寒地带，在热气腾腾温度可达９０℃

以上的温泉中照样存在微生物。人们甚至发现有耐２３２℃高

温的细菌，这是任何其他生物所无法比拟的。第四，微生物的

代谢能力和繁殖速度也让其他生物望而生叹。由于微生物具

有极大的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，所以它们能够迅速地与周围

环境进行物质交换。此外，微生物体中富含各种代谢活动所

需的酶。因而，微生物较其他生物有

更强的合成和分解能力。我们常看

到，一堆几千公斤的粮食，开始只有少

量霉，在温度、湿度适宜时，只需几天

工夫霉菌等微生物便可充斥其中，短

时间就可以让这堆粮食霉烂消耗殆

尽。而若以同等重量的动物来消耗这堆粮食，恐怕需要几个

月，甚至几年时间。再如，腐败性细菌只要在几小时内就可使

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尸体变成一滩肉水和一堆白骨；而造就

这一个体却需要几年时间啊！有人统计过，一头５００公斤重

的牛，每天能增加的蛋白质只有０．４千克，而５００公斤的酵母

菌２４小时却至少可形成５０００千克的蛋白质。微生物的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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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度真可让我们叹为观止。我们利用微生物这种强大的代谢

能力可以生产许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。

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速度也是惊人的。我们知道，高等生

物完成一个世代交替的周期要几年甚至几十年，而微生物一

代只需要几分钟。拿大肠杆菌来说，细菌增殖的方式是二分

裂法，即以２ｎ递增，大肠杆菌在适宜温度时２０分钟即形成一

代，２４小时则繁殖７２代，其形成的大肠杆菌数为２７２即有

４７２２×１０９ 万个细菌。若能提供足够的养分和保持适当的条

件，培养４到５天，其所形成的大肠杆菌的总重量将与地球重

量相仿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地球上任何生物都要受到

物质条件及其他相关条件的制约，然而，也确实由于许多致病

的微生物惊人的繁殖速度使得我们的医疗手段在它们面前无

能为力。细菌如此，其他微生物也无不如此。更有甚者是病

毒，它们增殖的方法是复制，就像我们翻录磁带一样。病毒在

它们所寄生的细胞中，只需按照自己的模样，利用细胞中的各

种原料和酶无休止地复制后代个体，直到被寄生的细胞变成

空壳为止。至此，它们从这细胞中破壳而出，一次出来就上亿

个！然后再分别去感染临近的其他细胞，复制新一代的个体。

如此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产生数量极多的后代，这也是高等

生物所自叹弗如的。正是微生物有这样神奇的本领，才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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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球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保存下来，而许多较高等的生物却

只能在地球上走过短短的进化年代便销声匿迹了。

此外，微生物也极具多变性。因为微生物受环境条件制

约很大，环境的改变也极易导致微生物的改变，而这许多变异

又往往能以稳定形式遗传下去，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微生物种

类。而这些新种类的微生物恰能适应新的环境要求。通过这

种方式，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变得游刃有余了，而不致被动挨

打，等待遭受灭顶之灾的命运了。

由上述种种看来，微生物有许许多多其他高等生物所难

以比拟的优点。

也正是这些优点，在生物界激烈的生存斗争中，使微生物

常占据有利条件而得以幸存。所以说微生物是地球的主人并

不过分。也许有一天，微生物不高兴起来，想让地球上某些物

种消失，那这些物种也就难逃厄运，所以，我们应该保护好地

球的环境，维持生态平衡，让地球上各种生物间相互制约，保

持力量均衡，这样才能彼此相安无事。

虽然地球微生物存在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，然而人类认

识微生物的年代却很晚。虽然，古人早就知道享受美酒佳肴，

也知道“若作酒醴，尔惟曲蘖”的道理，但谁也没看到是某些微

生物在酿酒中起作用的。几千年来人们只根据经验，以葫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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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瓢而已，谁也不知追求其中的奥秘。直到１６６５年，一位荷

兰人———列文虎克的发明才拓宽了人类的视野，从此，人类的

眼睛里既有了宏观的世界，也有微观的世界，从此开始知道地

球上还有微生物的存在。

微生物的发现者

大约迄今３２亿年以前，微生物就悄悄地在地球上出现

了，那时，整个地球是它们独霸的天下，后来才陆续出现了植

物、动物和人类。

很早，人们就知道猎取动物当食品，栽培植物收获粮食，

并发展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畜牧业和农业。但是，资历

最古老的微生物却一直无声无息地渡过了漫长的岁月，即就

是人们在物理学、化学、天文学和其他许多方面已经取得很大

成就的时候，对于微生物王国，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尽管人们也

早已利用微生物来酿酒、发酵、造醋，但由于它们太小，小到人

的肉眼无法看到，所以，人们无从知道它们的存在。

直到３００多年以前，列文虎克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能放

大２００倍的显微镜，人类才能够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微生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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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倩影”。

列文虎克是荷兰人，１６３２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。他

非常热爱大自然，也非常爱动脑筋。他喜欢听大人们讲述海

上的冒险故事，也喜欢向大人们提出许多问题，并追根问底。

列文虎克的童年一点也不幸福，他从小失去了父亲。为了帮

助母亲养活一家人，他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１６岁的那

一年，列文虎克离开了家乡，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，

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学徒。外国的学徒和我国解放前的徒工一

样，不仅生活艰苦，每日像牛马一样为老板忙着干活，而且还

吃不饱肚子。然而，正是艰苦的环境使他变得坚强起来。白

天，他忙着干活，一到晚上，店铺关门后，他就借着灯光读着自

己喜欢的书。他从书中知道了天空、宇宙，也从书中认识了许

多动物、植物和小昆虫。这段时间，列文虎克从书本上学到了

许多东西。

杂货铺的隔壁是一家眼镜店，他有空就向师傅们学习磨

眼镜片的技术。

他还从一些手艺人那里学会了做金银饰品的手艺。在六

年的学徒生活中，他学会许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。

他知道磨制的玻璃片可以将小的东西放大后，在脑海里

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：如果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镜片可以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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